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酢浆草为酢浆草科植物酢浆草（Oxalis corniculata

L.）的新鲜或干燥全草，又称酸咪咪[1]，为贵州省少数民

族常用药材，具有清热利湿、凉血消肿等功效[2]。该药主

要分布于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等地区[3]。有研究

发现，酢浆草主要含有黄酮类、酚酸类等成分[4-7]，具有抗

酢浆草的HPLC指纹图谱建立及2种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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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酢浆草的高效液相（HPLC）指纹图谱，并同时测定其中异牡荆素、当药黄素的含量。方法：采用HPLC法。色

谱柱为ACE Excel-5-C18，流动相为甲醇-0.1％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流速为1 mL/min，柱温为35 ℃，检测波长为280 nm，进样量

为 10 μL。以异牡荆素峰为参照，绘制 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的 HPLC 指纹图谱，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进行相似度评价，确定共有峰。按上述色谱条件同法测定异牡荆素、当药黄素的含量。结果：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共有19个

共有峰，相似度均大于0.89，同时指认异牡荆素、当药黄素2个共有峰。异牡荆素、当药黄素检测质量浓度的线性范围分别为3.91～

117.36 μg/mL（r＝0.999 4）、9.88～118.56 μg/mL（r＝0.999 2）；定量限分别为0.675、3.587 μg/mL；检测限分别为0.205、1.087 μg/mL；

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试验的 RSD 均小于 2％；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5.46％～99.10％（RSD＝1.23％，n＝6）、95.34％～101.23％

（RSD＝2.74％，n＝6）；平均含量分别为0.227～1.654、0.641～2.052 mg/g。结论：所建指纹图谱可用于酢浆草药材的质量控制；含

量测定方法简便、准确，可用于同时测定其中2种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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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HPLC Fingerprint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wo Components of Oxalis cornic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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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HPLC fingerprints of Oxalis corniculata and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isovitexin and swertisin. METHODS：HPLC method was adopted.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CE Excel-5-C18 column

with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0.1％ phosphoric acid water（gradient elution）at the flow rate of 1 mL/min.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and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80 nm. The sample size was 10 μ L. Using isovitexin peak as

reference，HPLC fingerprints of 12 batches of sample were drawn. The similarity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by using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Chromatogram Fingerprint of TCM（2012 edition） to determine common peaks. The contents of isovitexin

and swertisin were determined by same method of above chromatogram. RESULTS：There were 19 common peaks in HPLC

chromatogram of 12 batches of O. corniculata，with the similarity above 0.89. Two common peaks including isovitexin and

swertisin were identified. The linear range of two components were 3.91-117.36 μg/mL（r＝0.999 4）and 9.88-118.56 μg/mL（r＝

0.999 2），respectively.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on were 0.675 and 3.587 μg/mL；the limits of detection were 0.205 and 1.087 μg/mL，

respectively. RSDs of precision，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all lower than 2％ . The recoveries were 95.46％ -99.10％

（RSD＝1.23％ ， n＝6）， 95.34％ -101.23％（RSD＝2.74％ ， n＝6），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contents were 0.227-1.654，

0.641-2.052 mg/g，respectively. CONCLUSIONS：Established fingerprints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O. corniculata；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is simple and accurate，and can be used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two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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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杀菌、活血化瘀、抗肿瘤、抗氧化、保肝等药理活

性[8-10]。本课题组前期的化学成分研究中，分离得到了

其黄酮类的代表性成分异牡荆素、当药黄素[11]。药理活

性研究表明，异牡荆素具有抗癌、抗炎、抗氧化等作用[9]，

当药黄素具有抗抑郁、抗炎等作用[12-13]。

指纹图谱具有整体性、模糊性的特征，符合中医药

传统理论的特点，是中药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传统单

一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难以全面反映药材质量，而多指

标含量测定可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有效地保证药材质量，

中药材指纹图谱结合多指标含量测定能全面地反映药

材质量优劣，已成为中药质量控制的科学有效手段[14]。

目前，酢浆草收录于《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

准》[2]中，该标准仅对其生药及薄层鉴别作出规定；现有

的关于酢浆草质量控制的研究中，也仅有对酢浆草中异

牡荆素的定量研究[15]，且建立的指纹图谱均未指认共有

峰[16-17]。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建

立了酢浆草的指纹图谱，并同时测定了其中异牡荆素、

当药黄素的含量，旨在为其质量标准的完善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UltiMate3000型HPLC仪，包括系统控制器、低压梯

度组件、温控样品室、输液泵、脱气组件、自动进样器、柱

温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Chromeleon 7.0色谱工作站

（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AE240型十万分之

一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llegra64R 型台式冷冻离心机（美国 Beckman 公司）；

KQ-5200B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WP-UP-Ⅱ-20型超纯水机（四川沃特尔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2 药品与试剂

当药黄素对照品（纯度：≥98％）、异牡荆素对照品

（纯度：≥98％）均由贵州医科大学贵州省药物制剂重点

实验室自制；甲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

超纯水。

1.3 药材

12批酢浆草样品（编号：S1～S12，贵州维康子帆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贵州医科大学贵州省药物制剂重

点实验室刘春花副教授鉴定为酢浆草科酢浆草属植物

酢浆草（O. corniculata L.）的干燥全草。酢浆草药材信

息来源详见表1。

2 方法与结果
2.1 指纹图谱的建立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CE Excel-5-C18（2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甲醇（A）-0.1％磷酸水溶液（B），

梯度洗脱（0～10 min，10％A→26％A；10～20 min，26％

A→27％A；20～30 min，27％A→29％A；30～36 min，29

A→32.5％ A；36～46 min，32.5％ A→39％ A；46～57

min，39％A→55％A；57～71 min，55％A→80％A；71～

77 min，80％A→95％A）；流速：1 mL/min；柱温：35 ℃；

检测波长：280 nm；进样量：10 μL。

表1 酢浆草药材信息来源

Tab 1 Information source of O. corniculata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批号
20170209

20160420

20170503

20170312

20161126

20170504

20170505

20170603

20170606

20170507

20170607

20170604

产地
贵州省安顺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安顺市
贵州省贵阳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贵州省兴义市

采集时间
2017年2月
2016年4月
2017年5月
2017年3月
2016年11月
2017年5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6月
2017年5月
2017年6月
2017年6月

2.1.2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异牡荆素对照品、当

药黄素对照品各10 mg，精密称定，分别置于10 mL量瓶

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制得异牡荆素、当

药黄素质量浓度分别为0.978、0.988 mg/mL的单一对照

品贮备液。取上述异牡荆素对照品贮备液0.3 mL、当药

黄素对照品贮备液0.4 mL，置于5 mL量瓶中，加甲醇定

容，摇匀，制得含异牡荆素、当药黄素质量浓度分别为

0.0587、0.0790 mg/mL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酢浆草粉末（过 50目筛）

约1 g，精密称定，置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70％乙

醇25 mL，超声（功率：200 W，频率：40 kHz）处理30 min，

取出，放冷，用 70％乙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取上层

液，置于离心管中以 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

液，即得供试品溶液。

2.1.4 精密度试验 取“2.1.3”项下供试品溶液（编号：

S2）适量，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平行测定6次，以

异牡荆素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19个共有峰的相对

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RSD均小于 3％（n＝6），表明

方法精密度良好。

2.1.5 稳定性试验 取“2.1.3”项下供试品溶液（编号：

S2）适量，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3、6、9、12、24 h 时，按

“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异牡荆素的保留时间

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

峰面积。结果，19个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

积的RSD均小于 3％（n＝6），表明供试品溶液于室温下

放置24 h内稳定性良好。

2.1.6 重复性试验 取酢浆草药材样品（编号：S2）粉末

约 1 g，共 6份，按“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

按“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异牡荆素的保留时

间和峰面积为参照，记录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

对峰面积。结果，19个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

面积的RSD均小于3％（n＝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1.7 HPLC指纹图谱的生成 取 12 批酢浆草药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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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粉末，按“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

“2.1.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

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进行HPLC 图谱分析，详

见图1、图2。

2.1.8 相似度分析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

价系统（2012版）》，以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的HPLC 对

照指纹图谱为对照，进行整体相似度评价。结果，12 批

酢浆草药材样品的相似度均大于0.89，表明各批酢浆草

药材样品间化学成分一致性良好，详见表2。

表2 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2 Results of similarity evaluation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对照（R）

S1

1.000

0.836

0.897

0.989

0.801

0.895

0.908

0.839

0.866

0.869

0.827

0.831

0.892

S2

0.836

1.000

0.929

0.837

0.904

0.953

0.932

0.995

0.968

0.984

0.982

0.995

0.985

S3

0.897

0.929

1.000

0.900

0.823

0.987

0.993

0.930

0.982

0.955

0.957

0.922

0.972

S4

0.989

0.837

0.900

1.000

0.813

0.903

0.914

0.833

0.871

0.866

0.828

0.829

0.894

S5

0.801

0.904

0.823

0.813

1.000

0.876

0.838

0.894

0.878

0.885

0.877

0.900

0.907

S6

0.895

0.953

0.987

0.903

0.876

1.000

0.994

0.945

0.986

0.959

0.964

0.940

0.983

S7

0.908

0.932

0.993

0.914

0.838

0.994

1.000

0.926

0.974

0.944

0.945

0.917

0.970

S8

0.839

0.995

0.930

0.833

0.894

0.945

0.926

1.000

0.970

0.991

0.986

0.999

0.985

S9

0.866

0.968

0.982

0.871

0.878

0.986

0.974

0.970

1.000

0.983

0.988

0.967

0.992

S10

0.869

0.984

0.955

0.866

0.885

0.959

0.944

0.991

0.983

1.000

0.993

0.991

0.993

S11

0.827

0.982

0.957

0.828

0.877

0.964

0.945

0.986

0.988

0.993

1.000

0.987

0.989

S12

0.831

0.995

0.922

0.829

0.900

0.940

0.917

0.999

0.967

0.991

0.987

1.000

0.983

对照（R）

0.892

0.985

0.972

0.894

0.907

0.983

0.970

0.985

0.992

0.993

0.989

0.983

1.000

2.1.9 共有峰的指认及相关分析 12批酢浆草药材样

品共有19个共有峰。通过与混合对照品HPLC图谱（图

3B）比对，指认了2个共有峰，即8号峰为异牡荆素，9号

峰为当药黄素。其中异牡荆素响应值较高、分离度较

好，故以此峰为参照，计算其他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和相对峰面积，详见表3、表4。

表3 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HPLC指纹图谱共有峰的相

对保留时间

Tab 3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common peaks in

HPLC fingerprint of 12 batches of O. cornicu-

lata

峰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S1

0.395

0.426

0.519

0.682

0.745

0.937

0.971

1.000

1.053

1.074

1.391

1.476

1.562

1.585

1.640

1.721

1.855

1.894

1.944

S2

0.391

0.431

0.518

0.680

0.738

0.936

0.970

1.000

1.053

1.077

1.394

1.479

1.566

1.590

1.645

1.727

1.860

1.899

1.949

S3

0.392

0.430

0.517

0.679

0.736

0.935

0.969

1.000

1.054

1.075

1.400

1.485

1.573

1.596

1.651

1.733

1.868

1.907

1.957

S4

0.390

0.428

0.515

0.678

0.736

0.935

0.970

1.000

1.053

1.078

1.396

1.481

1.567

1.590

1.646

1.728

1.861

1.901

1.951

S5

0.394

0.429

0.517

0.679

0.737

0.935

0.970

1.000

1.054

1.076

1.399

1.484

1.571

1.594

1.650

1.732

1.866

1.906

1.956

S6

0.391

0.430

0.517

0.679

0.737

0.935

0.970

1.000

1.054

1.077

1.398

1.483

1.570

1.593

1.649

1.730

1.864

1.904

1.954

S7

0.391

0.430

0.517

0.679

0.737

0.935

0.970

1.000

1.054

1.076

1.401

1.485

1.573

1.596

1.652

1.734

1.868

1.908

1.958

S8

0.395

0.426

0.518

0.680

0.737

0.935

0.970

1.000

1.054

1.074

1.398

1.482

1.570

1.593

1.648

1.730

1.864

1.904

1.954

S9

0.395

0.430

0.517

0.679

0.736

0.935

0.969

1.000

1.054

1.076

1.401

1.487

1.574

1.597

1.654

1.736

1.870

1.910

1.961

S10

0.395

0.431

0.517

0.680

0.737

0.935

0.970

1.000

1.055

1.075

1.399

1.484

1.571

1.594

1.650

1.732

1.866

1.906

1.956

S11

0.394

0.430

0.517

0.680

0.737

0.935

0.970

1.000

1.055

1.075

1.399

1.483

1.570

1.593

1.649

1.731

1.866

1.906

1.956

S12

0.392

0.425

0.516

0.678

0.736

0.934

0.970

1.000

1.055

1.076

1.404

1.488

1.576

1.600

1.656

1.738

1.873

1.913

1.964

RSD，％
0.51

0.49

0.17

0.16

0.32

0.06

0.05

0.00

0.06

0.11

0.24

0.23

0.24

0.25

0.25

0.26

0.26

0.26

0.27

注：1.异牡荆素；2.当药黄素

Note：1. isovitexin；2. swertisin

图3 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3 HPLC chromat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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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的HPLC叠加指纹图谱

Fig 1 HPLC superimposed fingerprint of 12 batches

of O. cornic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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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酢浆草药材样品的HPLC对照指纹图谱

Fig 2 HPLC control fingerprint of O. cornicu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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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HPLC指纹图谱共有峰的相

对峰面积

Tab 4 Relative peak areas of common peaks in HPLC

fingerprint of 12 batches of O. corniculata

峰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S1

0.112

0.234

0.387

0.615

1.729

0.119

0.165

1.000

0.953

0.098

0.036

0.036

0.060

0.082

0.112

0.205

0.117

0.086

0.342

S2

0.542

0.133

0.230

0.389

1.392

0.272

0.097

1.000

2.551

0.353

0.082

0.098

0.166

0.242

0.075

0.689

0.613

0.320

0.748

S3

0.040

0.031

0.112

0.187

0.940

0.130

0.028

1.000

1.045

0.044

0.014

0.037

0.037

0.038

0.057

0.060

0.048

0.029

0.236

S4

0.287

0.098

0.193

0.305

1.084

0.245

0.086

1.000

1.963

0.233

0.064

0.122

0.165

0.259

0.067

0.824

0.564

0.227

0.473

S5

0.101

0.259

0.296

0.321

2.208

0.275

0.236

1.000

0.949

0.093

0.035

0.076

0.124

0.162

0.083

0.331

1.314

0.108

0.427

S6

0.159

0.057

0.124

0.187

1.020

0.136

0.040

1.000

0.866

0.080

0.029

0.038

0.051

0.074

0.043

0.150

0.142

0.078

0.281

S7

0.150

0.037

0.112

0.232

0.860

0.145

0.037

1.000

0.933

0.052

0.027

0.045

0.053

0.066

0.056

0.115

0.109

0.072

0.310

S8

0.031

0.128

0.403

0.698

1.996

0.169

0.131

1.000

1.177

0.110

0.019

0.027

0.090

0.084

0.105

0.141

0.083

0.078

0.379

S9

0.045

0.086

0.152

0.230

1.319

0.263

0.049

1.000

0.983

0.059

0.026

0.030

0.027

0.059

0.035

0.097

0.059

0.038

0.209

S10

0.025

0.104

0.247

0.552

1.831

0.158

0.168

1.000

1.329

0.066

0.019

0.028

0.029

0.083

0.061

0.156

0.076

0.099

0.205

S11

0.024

0.084

0.222

0.395

1.576

0.106

0.103

1.000

0.988

0.091

0.012

0.007

0.022

0.038

0.041

0.052

0.023

0.028

0.107

S12

0.044

0.136

0.406

0.717

2.059

0.163

0.158

1.000

1.154

0.133

0.019

0.020

0.070

0.106

0.098

0.182

0.114

0.090

0.284

RSD，％
116.28

60.90

46.15

48.65

31.11

34.96

59.91

0.00

40.86

76.04

65.78

72.65

68.90

68.94

36.98

99.62

140.87

81.89

49.59

2.2 含量测定

2.2.1 色谱条件 同“2.1.1”项。

2.2.2 溶液的制备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同“2.1.2”

项；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同“2.1.3”项；以甲醇为空白对照

溶液。

2.2.3 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上述混合对照品溶液、供

试品溶液、空白对照溶液各10 μL，按“2.2.1”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详见图 3。结果，在该色谱条

件下，空白对照对测定无干扰，各成分峰分离度较好，峰

形对称，理论板数按异牡荆素峰计不低于30 000。

2.2.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2.1.1”项下异牡

荆素对照品贮备液 0.02、0.09、0.15、0.20、0.30、0.60 mL，

当药黄素对照品贮备液 0.05、0.10、0.15、0.30、0.40、0.60

mL，置于 6个 5 mL量瓶内，分别用甲醇稀释至刻度，制

成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以各待测成分质量浓度（x，μg/mL）为

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异牡

荆素回归方程为 y＝0.423 1x+0.707 9（r＝0.999 4）、当药

黄素回归方程为 y＝0.351 0x－0.469 1（r＝0.999 2），表

明异牡荆素、当药黄素分别在质量浓度 3.91～117.36、

9.88～118.56 μg/mL范围内线性良好。

2.2.5 定量限与检测限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2.2.2”项

下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以甲醇为溶剂倍比稀释，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分别以信噪比10 ∶1、3 ∶1
计算定量限 、检测限。结果，异牡荆素、当药黄素的定量

限分别为 0.675、3.587 μ g/mL，检测限分别为 0.205、

1.087 μg/mL。

2.2.6 精密度试验 分别精密量取“2.1.1”项下各单一

对照品贮备液0.30 mL，置于5 mL量瓶中，加甲醇定容，

摇匀，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平行测定6次，记录峰

面积。结果，异牡荆素、当药黄素峰面积的RSD分别为

0.2％、0.2％（n＝6），表明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2.2.7 稳定性试验 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编号：

S2），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0、3、6、9、12、24 h时，按“2.2.1”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异牡荆素、

当药黄素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8％、1.1％（n＝6），表

明供试品溶液于室温下放置24 h内稳定性良好。

2.2.8 重复性试验 取酢浆草药材（编号：S2）粉末约 1

g，共 6份，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按标准曲

线法计算样品含量。结果，异牡荆素、当药黄素的平均

含量分别为 0.524、0.724 mg/g，RSD 分别为 0.5％、0.9％

（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2.2.9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酢浆草药材（编

号：S2）粉末约0.5 g，共6份，精密称定，分别加入适量的

“2.1.1”项下各单一对照品贮备液，按“2.2.2”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

录峰面积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5。

表5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 5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s（n＝6）

待测成分

异牡荆素

当药黄素

称样量，
g

0.501 6

0.501 0

0.501 8

0.498 5

0.499 6

0.502 2

0.501 6

0.501 0

0.501 8

0.498 5

0.499 6

0.502 2

已知样品含量，
mg

0.262 8

0.262 5

0.262 9

0.261 2

0.261 8

0.263 2

0.363 2

0.362 7

0.363 3

0.360 9

0.361 7

0.363 6

加入量，
mg

0.290 5

0.290 5

0.290 5

0.290 5

0.290 5

0.290 5

0.341 4

0.341 4

0.341 4

0.341 4

0.341 4

0.341 4

测得量，
mg

0.544 9

0.542 8

0.540 2

0.543 1

0.543 9

0.551 1

0.708 8

0.705 5

0.689 2

0.687 0

0.687 2

0.700 1

加样回收率，
％

97.11

96.49

95.46

97.04

97.11

99.10

101.23

100.41

95.46

95.52

95.34

98.56

平均加样回收率，
％

97.05

97.75

RSD，
％

1.23

2.74

2.2.10 样品含量测定 取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粉末适

量，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2.1”项

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平行测定3次，记录峰面积并按标

准曲线法计算样品含量，结果见表6。

表6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3，mg/g）

Tab 6 Results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amples

（n＝3，mg/g）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异牡荆素
0.227

0.543

0.831

0.286

0.491

0.666

当药黄素
0.850

0.726

1.131

0.801

0.641

0.772

编号
S7

S8

S9

S10

S11

S12

异牡荆素
0.636

0.502

0.923

0.846

1.654

0.521

当药黄素
0.813

0.802

1.178

1.452

2.052

0.822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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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前期预试验中，笔者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对样

品在190 ～400 nm范围内进行紫外吸收扫描，发现检测

波长为280 nm时峰形较好，基线较平稳，故选择280 nm

为检测波长。同时，本研究比较了乙腈-0.1％甲酸水溶

液、乙腈-0.1％磷酸水溶液、甲醇-0.1％甲酸水溶液、甲

醇-0.1％磷酸水溶液等流动相系统的分离效果，发现以

甲醇-0.1％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时，各成

分峰分离度较好、峰形对称，故选择甲醇-0.1％磷酸水溶

液为流动相。 此外，本研究分别对不同提取溶剂

（100％、70％、50％、20％甲醇和100％、70％、50％、20％

乙醇）、提取方法（超声提取和回流提取）、提取时间（15、

30、60、90、120 min）进行了考察，发现在相同的色谱条

件下，70％乙醇为提取溶剂时峰数较多、分离度较好、响

应值较高，故选择 70％乙醇为提取溶剂；超声提取和回

流提取差异不明显，考虑到环保节能、操作简便等因素，

最终选择超声提取；当超声 30 min时色谱峰数较多，且

30 min后提取率[在考虑指纹图谱整体色谱峰信息的同

时结合异牡荆素、当药黄素的提取率（以这两个指标成

分峰面积计）]无显著增加，故选择提取时间为30 min。

本研究结果显示，12批酢浆草药材样品的相似度均

大于0.89，相对保留时间RSD均小于0.5％，但样品相对

峰面积RSD较大，提示各批药材样品的化学成分一致性

虽较好，但其含量存在差异，该结果与含量测定结果一

致，其原因可能为酢浆草的生长可受环境、年限、采收时

间、栽培等因素的影响[18]。

综上所述，所建指纹图谱可用于酢浆草药材的质量

控制；含量测定方法简便、准确，可用于同时测定其中 2

种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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